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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座位于赣南的小县城，能有多大的

戏剧舞台？

12 月初，由戏剧家赖声川和剧场制作

人丁乃竺发起的会昌戏剧季 002 在会昌戏

剧小镇落下帷幕。持续 11 天，来自国内外

的 26 部戏剧、总计 212 场演出，让当地居

民和远道而来的戏迷过足了瘾。

世界好戏轮番登场

台上，老国王的鬼魂听着乔特鲁德的

内心独白，愤然将手中的一束红玫瑰砸向

桌台，古老的尼古赫帕琴声转而变得短促

紧 张 ，牵 引 着 故 事 情 节 步 步 递 进 …… 台

下，观众凝神屏息，唯恐发出一点声音干

扰到舞台上的纯净和声。

这是开幕式当晚会昌戏剧小镇会剧

场内的一幕。台上演出的是由波兰“山羊

之歌”剧团带来的音乐戏剧作品《评论哈

姆雷特》，该剧也是第二十三届中国上海

国际艺术节参演剧目。现场极致的视听

体验引起观众强烈共鸣。谢幕时，掌声经

久不息。“没想到在会昌戏剧小镇，能看到

国际优秀剧团的表演。”上海游客沈女士

因为错过了该剧团在上海的演出，特地乘

火车追到小镇。“第一次看到以和声、复调

等音乐形式演绎莎士比亚的作品，演员的

声音穿透力太强了，让每一个人物内心的

挣扎展露无遗。”

戏剧季 002 期间，国内外众多戏剧名

家名作齐聚小镇，纷繁多彩的戏剧文化在

这里交融互鉴。如加拿大戏剧家罗伯特·

勒帕吉的自传式作品《887》、赖声川专为

戏剧小镇打造的《镜花水月》、法国“明天

我们改变一切”艺术团演出的《鸟人与他

的奇美拉乐队》等。此外，中国传统的泉

州提线木偶戏、赣南采茶戏也压轴亮相。

多元的世界戏剧文化，为五湖四海的观众

带来一场戏剧的狂欢。

大咖新秀当起“会漂”

在众多表演剧目当中，会昌戏剧小镇

出 品 的 两 部 小 戏 吸 引 了 不 少 人 的 关 注 。

一部是青年演员杨易自编自导自演的首

部独角戏《平原之王》，另一部是由青年导

演赵易阳、姜思达与当地居民共同创作的

素人剧场作品《66 小时》。两部戏一经亮

相，便成为当地热门剧目。

“ 这 部 戏 体 现 了 会 昌 人 对 家 乡 的 复

杂 感 情 。 戏 里 的 演 员 是 当 地 的 中 学 教

师 、烤 肉 店 老 板 、射 箭 教 练 、小 镇 员 工

等。”聊起《66 小时》的创作经历，赵易阳

笑着介绍，“我们让演员自己给角色写剧

本 ，他 们 饰 演 的 角 色 其 实 也 就 是 日 常 生

活中的自己。素人演员青涩有趣的演绎

和 真 实 独 特 的 生 活 经 历 ，成 为 这 部 戏 的

最大看点。”

如 今 的 戏 剧 小 镇 ，不 仅 因 戏 剧 出 彩

“出圈”，还成为不少艺术家创作的“桃花

源”。在这里，不仅有赵易阳、姜思达、杨

易这样的青年创作者，还有 WWD CHI⁃
NA 首 席 创 意 总 监 黄 薇 这 样 的 时 尚 圈 人

士 ，她 在 这 里 创 办 了“ 小 镇 小 时 代 ”工 作

室 ，并 将 当 地 的 非 遗 技 艺 融 入 自 己 的 创

作。令戏剧迷更为惊喜的是，美国著名戏

剧家罗伯特·威尔逊也来到小镇当起“会

漂”。据悉，他将以会昌为题材创作一部

戏剧并面向全球征集演员，新作品有望登

上明年会昌戏剧季 003的舞台。

戏剧无界成风化人

“这里不收门票、不设围墙，就是想让

更多人参与进来，形成一个健康包容的戏

剧文化生态。”采访中，赖声川强调，会昌

戏剧小镇不是复刻任何已成名的戏剧季

或戏剧镇，它有自己的生长规律，也会开

出独一无二的花朵。目前，小镇不仅成立

了和声戏剧技术学院，培养专业的剧场工

作人员，还常态化举办“世纪对谈”“赖声

川大讲堂”“剧本围读会”“演后谈”等面向

公众开放的文化交流活动，邀请各年龄段

戏剧爱好者走进这里，从零开始学习体验

戏剧艺术，在戏剧中挖掘创意潜能。

张舒静就是通过上“剧本围读会”，慢

慢接触并喜欢上戏剧的。借着剧组征集

素人演员的机会，她毫不犹豫报名参与了

《66 小时》的表演。“戏剧让我能够静下心

来关注身边的小事情，发现当下生活中有

趣好玩的一面。”在戏剧创排期间，她几乎

每天晚上都会来到排练厅，享受戏剧带来

的美好时光。

21 时 30 分，有容广场还是人声鼎沸。

法国剧团的《吆喝火人》一出场，就成功带

动了居民和游客们的“舞蹈 DNA”。大家

一起跟着乐队在广场上欢快跳跃，齐声唱

和“阿欧-阿欧”。人群中，钟女士和她 6岁

的女儿笑得格外灿烂。“之前还担心她看

不懂戏剧，接触后发现孩子有自己的视角

去 解 读 ，而 且 还 开 阔 了 她 的 视 野 和 想 象

力。”钟女士说，会昌能有这些国内外的戏

剧艺术资源很不容易，她打算以后周末都

与孩子一起“扎”在小镇看戏。

“ 戏 剧 教 育 是 一 种 很 好 的 创 意 教

育 。”剧 场 制 作 人 丁 乃 竺 说 ，打 造 戏 剧 小

镇 的 主 要 目 的 ，就 是 让 戏 剧 文 化 慢 慢 浸

润 在 会 昌 人 的 生 活 当 中 ，让 这 里 的 孩 子

在一个充满文化创意的环境中成长。相

信 有 这 样 一 段 体 验 ，他 们 的 人 生 将 会 更

加饱满丰盈。

小镇里的世界剧场
陈 文

扫一扫药品包装上的条形码（药品追

溯码），其品名、规格等信息一目了然。日

前，在位于南昌经开区的江西南华医药有

限公司物流中心，工作人员用手持扫码枪

就可查询药品的各类信息。“这些码相当

于药品的‘身份证’，在药品流通各环节扫

码上传，每一步信息都会被记录，从而建

立药品追溯体系，通过药品追溯码便可追

溯每一盒药品的来源，实现‘物码同追’。”

南华医药信息工程师杨鑫介绍。

“入 库 收 货 ，对 药 品 逐 箱 扫 码 ，并 与

供 应 商 提 供 的 信 息 匹 对 准 确 后 完 成 收

货 ；出 库 复 核 ，无 论 拆 零 还 是 整 件 出 库 ，

逐 一 扫 码 ，确 保 药 品 信 息 采 集 准 确 且 精

准定位流向；入库和出库的扫码信息，由

系统自动上传至第三方追溯平台和省药

品智慧监管平台。”南华医药物流中心负

责 人 邱 志 刚 介 绍 ，实 施 药 品 全 品 种 扫 码

并 与 企 业 相 关 管 理 系 统 校 验 后 ，可 快 速

查 询 在 库 药 品 情 况 ，物 流 作 业 的 准 确 率

得到大幅提升。

南华医药药品流通智慧化管理是我

省全面推进药品经营使用环节全品种追

溯的生动实践——药品追溯节点平台搭

建完成、省智医系统增加药品追溯模块、

630 家 药 品 批 发 企 业 开 展 药 品 全 品 种 追

溯……为推动药品信息化追溯体系建设，

从源头上强化药品监管，省药监局联合多

部门，多举措提升药品全品种追溯智慧化

水平。

2024 年，我省全面启动药品经营使用

环节全品种追溯工作，出台了药品经营企

业全品种追溯验收标准，从机构和质量管

理职责、质量体系文件等方面作出具体规

定，并纳入企业新开办、换发证和日常监

督 检 查 。 在 这 之 前 ，我 省 选 择 在 批 发 企

业、零售药店、医疗机构开展试点。从试

点情况来看，6 家企业扫码总品种数从试

点前的 6957 种提高到 9265 种；通过追溯码

与企业业务流程深度融合，减少了企业入

库验收及出库复核的工作量，实现了精细

化管理。

为不断提升药品全品种追溯智慧化

水 平 ，我 省 提 出 到 2024 年 底 ，新 发（换）

证药品批发企业、零售连锁总部、医保定

点 零 售 药 店 、三 级 以 上 医 疗 机 构 实 现 所

有 赋 码 药 品 入 出 库 扫 码 、数 据 上 传 ；到

2025 年底，所有药品批发企业、零售连锁

总部、零售药店、二级以上医疗机构所有

赋 码 药 品 入 出 库 扫 码 率 、数 据 上 传 率 均

达到 100%。

省药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，药品全品

种追溯体系建设是有效防范假劣药品、非

法回收药品等流入合法渠道的重要手段，

可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，保障群众用药

安全，提升我省药品监管水平。

药品监管实现“物码同追”
——我省着力提升药品全品种追溯智慧化水平

本报全媒体记者 舒海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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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月 3 日，空气中透着丝丝寒

意，但修水县良馨佳园小区修城心

贴心爱心工作室内却暖意融融，工

作室的主人陈杏莲正在整理爱心

人士捐赠的衣物，这些衣物将通过

她转赠给有需要的人。

2008 年，32 岁的陈杏莲被确诊

为渐冻症，表现为肌肉萎缩无力，

目 前 的 医 学 条 件 无 法 完 全 治 愈 。

在这场与病魔的较量中，陈杏莲没

有 被 打 垮 ，反 而 明 白 了 生 命 的 意

义。征得家人同意后，陈杏莲与省

红十字会签订遗体捐献协议，希望

通过这种方式帮助更多人。

2011 年，陈杏莲开始积极参与

公益募捐，收集整理自己和朋友的

闲置衣物，捐赠到民政局，送给有

需要的人。此后，她的举动得到越

来越多的爱心人士关注，他们纷纷

找到陈杏莲，希望通过她将爱心传

递给更多人。

2018 年初，陈杏莲在良馨佳园

小区租了一间十几平方米的车库，

成立修城心贴心爱心工作室，用来

整 理 存 放 爱 心 人 士 送 来 的 衣 物 。

工作室靠墙的架子上，分类摆满了

各式衣服、鞋子、生活用品等。

对常人来说，叠衣服、摆放衣

物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，对于

身患渐冻症的陈杏莲来说，却要比

常人付出更多的努力。由于肌肉

萎缩，陈杏莲的手脚经常无力，好

在身边总有一群爱心人士，他们或

是帮着运送捐赠来的衣物，或是帮

着整理、分类。

陈杏莲在家中排行最小，父母

疼爱，哥哥姐姐宠溺。在她 12 岁那

年，身为警察的父亲不幸去世，这

对陈杏莲影响很大。“父亲是我的

榜样，小时候希望和他一样当一名警察，现在这个梦

想实现不了了。自生病以来，我得到很多人的关心关

照，也希望自己能够为社会多做点事情。”陈杏莲虽饱

受生活磨难，却始终保持着一颗善良和感恩的心。每

当收到爱心人士捐赠来的衣物，她都一一记录在微信

朋友圈，并呼吁更多的爱心人士将家中闲置衣物捐赠

给有需要的人。“我通过微信群、朋友圈，还有直播的

方式，对接有需要的人。”陈杏莲说。

这间小小的工作室，成为众多爱心人士和困难群

众之间的桥梁。6 年来，陈杏莲的“爱心小屋”先后收

到 200 余名爱心人士捐赠的衣物，累计捐出衣物 8000
余件，惠及 600多个家庭。

“我要过好每一天，拥抱太阳和生命，帮助更多的

人。”陈杏莲说。

抬田“抬”出
希望的田野

本报全媒体记者 朱兆恺

“这是乐平水利枢纽工程的一个抬田片区，黏土层已经铺

设完毕，过段时间进行耕作层覆盖作业。”近日，在乐平市众埠

镇，乐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股股长盛爱

民指着一大片已完成平整工作的土地向记者介绍。

乐平水利枢纽工程位于饶河干流乐安河中游，是一座以

防洪、灌溉为主，兼顾航运、发电等综合利用的大（2）型水利枢

纽工程。该工程涉及的 22个抬田片区分布在乐安河及其支流

两岸的众埠镇、鸬鹚乡、接渡镇等乡镇，总面积为 1.3万余亩。

“田要怎么抬起来？”众埠镇众埠村党支部书记徐东亮告

诉记者，当时听说要实施抬田工程，很多村民都和他有相同的

疑惑，不少人担心在“抬”起的田里还能不能种庄稼。

为让更多人更直观地了解抬田工程，去年 9 月，乐平市组

织了一批工程涉及乡镇的村民到峡江县参观当地的抬田工程。

“我们去参观时，正值收获季节，大片平整的农田金灿灿

的。当地人告诉我们，抬田工程实施以后，不仅耕地没有减

少，因田块平坦整齐，使用农机更方便，粮食产量有明显提

高。”徐东亮说，村民们现在都支持抬田工程。

据介绍，抬田工程是先将原有耕作层进行剥离，通过填充

基础材料抬高农田的地表高度，为确保农田水分得到有效保

持，基础材料上会铺设一层黏土层，最后再将原先剥离的耕作

层重新覆盖回去。护坡及抬田工程实施后，原有的耕地面积

不仅不会减少，还能减小洪涝灾害对耕地的影响。此外，田亩

之间高低不平的沟壑、水渠、田间道路都将被重构，科学的农

田布局更便于机械化耕作和灌溉。峡江水利枢纽工程抬田区

通过统一规划路渠、平整地面、配套水利灌溉设施，建成了超

3万亩“旱能灌、涝能排”的高标准农田。

兴修水利工程，不可避免会产生大量土方弃渣，乐平水利

枢纽工程创造性地变废为“宝”。中国水利水电第四工程局有

限公司乐平项目部高级工程师王占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：

“我们没有简单地对弃渣采取堆放的传统处理方式，而是将其

作为抬田工程的基础材料使用，不仅降低了工程成本，还实现

了‘零’弃渣，避免了弃渣堆放可能带来的环境污染。”

“截至目前，抬田工程已完成土方填筑近 900 万立方米，

累计完成占比超 50%。抬田工程能最大限度地降低防护区的

浸没影响，对于优化土地资源配置、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农业生

产效益、确保粮食安全、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等，都具有重要

意义。我们将充分落实抬田工程技术标准要求，遵照规划系

统整治统筹推进，确保耕地面积不减少、质量不降低。”景德镇

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书记、局长王晨说。

◀12 月 10 日，余干县乌泥镇中心小学学生正在进行生活技能比赛。近年来，该

县围绕学生全面发展需求，积极开展劳动教育，引导学生爱劳动、勤劳动、善劳动。

本报全媒体记者 赵 影摄


